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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SEACARE 2025：東南亞協作與整合氣候研究工作坊」於 2025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5 日在菲律賓納加市舉行，聚焦氣候變遷、自然

資源管理與原住民族知識整合。臺灣代表團由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

署、國立政治大學及苗栗南庄賽夏族部落代表組成，並進行三場專題

分享。林華慶署長與根誌優理事長介紹南庄部落的森林共管經驗，說

明政府如何與原住民族建立夥伴關係，推動文化復振與資源永續利用，

獲得國際高度關注，多位學者並表達實地訪查與後續合作意願。政治

大學官大偉教授則提出原住民知識主流化與 NbS 的觀點，強調需透

過中介機制連結傳統智慧與現代科學，作為氣候調適的重要參考。 

    工作坊期間，來自多國的學者就跨學科合作與在地觀點等議題展

開深入交流，並一致肯定臺灣實踐經驗的參考價值。建議未來可持續

深化與 SEACARE 網絡的合作，並推動臺灣案例整理與國際化，以

進一步提升臺灣在區域自然治理與原住民政策上的能見度與貢獻。 

 

 

 

 

 

 

 

關鍵字：自然資源共管、原住民知識、氣候韌性、SEA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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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SEACARE 2025：東南亞協作與整合氣候研究工作坊」旨在

深化針對氣候變遷的跨國與跨領域合作，回應東南亞地區在糧食、

水資源、生態與社區韌性方面日益複雜的挑戰。此次工作坊延續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與臺灣—菲律賓原住民知識、在

地知識與永續發展海外科研中心（CTPILS）多年來於東南亞推動

的研究合作，進一步拓展臺灣、美國與菲律賓三方在原住民族知

識、生態治理與永續發展領域的對話基礎。 

本屆工作坊由 UCLA 與菲律賓帕蒂多州立大學（Partido State 

University）共同主辦，政治大學研究團隊亦在臺菲科研中心的合

作基礎上積極參與，展現臺灣在全球永續議題與原住民治理實踐

中的角色與貢獻。主辦單位本次並特別邀請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與苗栗南庄蓬萊部落實際與會交流，以專題演講形式分享我

國在原住民自然資源共管之制度發展與實務經驗，討論政府與部

落在互信基礎上協力治理的模式，也提供國際夥伴一個關於多元

利害關係人協作的實踐範例，並以此為契機創造未來更多合作交

流的可能性。 

貳、 過程 

一、 活動概述  

 本次會議由菲律賓 Partido State Universi（帕提多州立大學）

主辦、UCLA 東南亞研究中心共同贊助。工作坊旨在發展跨學科

領域的研究合作，透過此研討平臺整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原

住民文化實踐工作，並商討具氣候韌性的策略，以應對東南亞區

域的氣候問題和自然災害。與會者來自不同領域，包含氣候學者、

地質學者、環境生態學者、考古學者、文化人類學者、文化工作

者、地方政府主管，發表內容從各自研究專長切入，圍繞氣候變

遷、糧食安全、自然資源可用性、社區韌性、文化智慧在地性等

主題。除分享各自研究成果外，也促進知識共享，推動資源整合

與研究團隊間的交流，鼓勵未來的合作計畫與跨區域網絡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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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議程 

日期 行程 

2 月 28 日 臺北–菲律賓(Naga)/歡迎晚宴與新書發表會 

3 月 1 日 1. 開幕致詞 

2. 主題演講 1-「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東南亞環境展望」 

3. 大會論壇 1：「跨學科研究：氣候科學、考古與原住民知

識整合」 

4. 專題演講：「臺灣原住民傳統領域與資源共同治理之探

討」 

主持人：官大偉博士，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兼系主

任 

講者： 

(1) 林華慶博士，臺灣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署長 

(2) 根誌優長老，臺灣有限責任苗栗縣賽夏族原住民林

業暨勞動合作社，理事長 

5. 小組討論 1：「東南亞長期氣候韌性方法學探討」 

6. 小組討論 2：「原住民傳統智識與氣候調適：文化智慧與

科學研究之整合」 

7. 大會論壇 2：「永續未來：氣候變遷下的農業、生態系統

與海洋資源」 

8. 晚宴 

3 月 2 日 1. 社區活動：「Longacre 的遺產：民族考古學與菲律賓陶

器研究」-參觀帕提多州立大學 Isarog 博物館及陶藝示

範 

2. 主題演講 2：「推動原住民族傳統智識於科學及政策領域

之主流化」 

3. 小組論壇 3：「東南亞防災減災與整合性策略」 

4. 小組論壇 4：「海洋生態系與里海：以歷史數據與現代科

學促進海岸韌性」 

5. 分組討論：東南亞整合氣候研究與原住民知識的方向與

討論 

3 月 3 日 SEACARE 工作討論 (Katha Glass Beach House) 

3 月 4 日 菲律賓(Naga)-菲律賓(馬尼拉)/市區快速參訪 

3 月 5 日 菲律賓(馬尼拉)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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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說明 

一、 臺灣經驗分享 

(一) 專題演講：「臺灣原住民傳統領域與資源共同治理之探討 

(Conversation on Co-Stewardship of Indigenous Landscape 

and Resources in Taiwan)」—林華慶署長、根誌優理事長 

由林業保育署林華慶署長與苗栗縣南庄賽夏族林業合作社根誌

優理事長，共同分享臺灣原住民族知識與現代科技結合的經驗，

分享內容分成以下兩部分： 

1. 從對立到共管：臺灣政府與原住民合作推動自然資源共同管

理 

由於日本殖民時期的森林國有化政策，使臺灣大部分的森林

被劃為國有土地，現由農業部林業保育署負責管理，該等範

圍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活場域高度重疊，因此族人在土地與資

源使用方式上，長期受到國家法律嚴格限制，導致原住民族

與林業主管機關衝突不斷，彼此缺乏信任，也使林業與自然

資源政策難以推行。為改變此僵局，林業保育署自 106年起，

秉持與原住民族共享的核心價值與資源永續利用精神，推動

國有森林的共管與資源共享。過修訂《森林法》與原住民族

共管要點，逐步鬆綁相關法規，建立以部落為對等主體的共

管制度，促進雙方合作。 

以苗栗南庄賽夏部落為例，林業保育署新竹分署自 107 年與

賽夏族舉行和解儀式後，雙方展開緊密合作，攜手推動山林

共管。透過共同經營國有林班地，發展林下養蜂、段木香菇

栽培、林下養雞等多元綠色產業，參與林業剩餘資材再利用

與森林產品加值，並成立合作社發展部落生態旅遊，有效運

用自然資源，創造綠色里山經濟。透過政府與原住民族的合

作，不僅發展出與自然共生的永續發展模式，更吸引部落青

年返鄉，推動文化復振及傳統山林智慧的傳承。 

林華慶署長於分享時特別指出，傳統知識體系結合現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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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為自然資源永續利用與傳統文化復振的有效取徑，以

瀕危植物「南庄橙」復育為例，部落族人不僅實際參與保護

母樹、採種育苗等物種保存，更發展出南庄橙的創新食品（南

庄橙果醬）與精油等應用，開創物種利用價值，復振在地經

濟並保存傳統智識文化，創造部落、森林與政府三贏結果。 

2. 尊重自然與文化：賽夏族走出永續山林的新路 

苗栗縣南庄賽夏族林業合作社主席根誌優長老，分享賽夏族

人在與政府機關溝通過程，與過往「上對下」、「具獨斷性」

溝通模式不同，自與林業保育署建立夥伴關係以來，都以「雙

方協調」為主，並且感受到林業保育署尊重傳統智慧和賽夏

文化的合作誠意，逐步建立彼此互信關係。 

在部落整體發展上，根治優長老強調「重視環境，也重視市

場」。在發展經濟前，思考如何讓環境更好、生態永續，如

何因應氣候環境變化，也重視環境棲地的保育，並在林業保

育署協助之下，部落族人也主動投入環境棲地保育的生態調

查，共同為自然生態盡一份心力。 

部落同時發展循環經濟，過去三年伐木所剩下來廢材，以及

種植的果樹、修下來的枝條枝葉，在部落都會造成環境污染，

現在通通都變成綠色的產業，並透過合作社機制，改善部落

族人經濟條件，讓更多年輕族人回到部落發展，有助於賽夏

族文化之復振與保存。 

(二) 主題演講：「對話原住民知識與現代科學—台灣 ISSTP 計畫的

跨文化合作經驗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Climate 

Adaptation: Bridging Cultural Wisdom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官大偉教授 

    官大偉教授於主專題演講中發表國科會「原住民族社會永

續科技發展平臺計畫」（ISSTP）的研究核心，就是促成臺灣原

住民知識和現代科學對話，形成政府、學界、部落三方的協力

機制，並回應原住民族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在這次的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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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出原民平臺計畫的特色： 

1. 政府、學界、部落三方協力機制的建立 

學術工作需要長時間的投入和累積，因此既使有所謂公私協

力、多方協力的理想，很難實際投入大量時間去促成協力的

形成。因此學者在協力機制中，比較難扮演主動積極的角色。

在原民平臺計畫中，平臺辦公室針對需要政策落地的議題

（例如：原住民坡地利用知識如何結合當代的土地管理中，

就需要與國土計畫的主管機關、水土保持的主管機關達成共

識）主動地提出會議要求、拜訪並串聯討論，甚至需要串聯

其他不同研究計畫的研究者共同向機關提出建議。 

2. 強調部落走讀的研究方法 

原住民知識有其不同於現代科學的特性，包含強調其知識產

生的脈絡，以及其知識學習與傳承的方式，都和地方有關。

因此原民平臺計畫強調研究者必須進入部落，在部落的場域

中見識及學習。在過程中，知識的擁有者也成為主動展現與

詮釋原住民知識的角色，這樣的研究方法具有翻轉知識生產、

權力關係的意義。 

3. 嘗試發展系統科學和原住民知識對話媒介 

經過實際研究的經驗，再加上原民平臺中不同子計畫的對照，

平臺辦公室提出所謂對話，不是「互相講話」即能達到有效

的溝通，而必須有「媒介（medium）以及「媒介的過程」

（mediation）。例如，在自然資源子計畫的案例中，建立現

代植物學知識的調查與分類以及阿美語植物的分類並陳的

資料庫，就成為一個媒介，使得系統科學的知識和阿美族的

原住民知識，可以藉由資料庫的建置進行呈現與比較。而資

料庫的建置需要不同人力的參與、協調、組織動員、進行活

動，讓人力、技術和活動能組織在一起，就是一個媒介過程。

透過實踐及學術分析，原民平臺計畫正逐步發展系統科學和

原民知識對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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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突顯了原住民知識在生態保育與永續發展中的價值，

並透過 ISSTP 計畫展示了如何在學術界、政府與原住民社

群間建立對話機制。研究發現，透過有效的「調解」機制

（mediation），可以創造新的合作空間，減少權力不對等的

知識生產關係，使原住民的環境治理經驗能夠被納入國家政

策與學術討論。 

(三) 主題演講：「推動原住民族傳統知識於科學及政策領域之主流

化(Mainstreaming Indigenous Knowledges for Science and 

Policies)」—官大偉教授 

    官大偉教授受邀擔任 3 月 2 日專題演講之主講人，以研究

團隊長期作為原民知識體系中的串聯角色之經驗，提出對於自

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 NbS）的反思與見解。 

    官大偉教授所發表的專題，探討如何將 NbS 的理念與原住

民知識導入並主流化於科學社群及制度面，因應近年氣候變化、

環境惡化和生物多元性喪失的情況下，傳統的工程技術已無法

應對上述問題，透過 NbS 可運用自然系統功能，滿足人類社會

需求和解決環境問題。他指出 NbS 不僅涉及「自然」，更具高度

的文化性、社會性與政治性，因此必須避免將「自然」客體化，

而是需更加認識多元的、人與自然的關係。而原住民知識，可

以為 NbS 提供深入見解，並且示範人類和環境，如何透過生活

經驗彼此適應與演化。 

    同時，原民知識並非靜態不變的，隨著時空演變，透過不

斷實踐，進而轉變。官大偉也向與會來賓，強調原民知識具有

「文化性」、「社會性」、「政治性」：在文化性上，原住民知識反

映不同文化如何影響理解世界的方式，包含對於人類生存、發

展與福祉；也具有社會性，發生在人類群體和社會組織中，透

過應用、傳承，和集體詮釋的方式來運作，時間環境改變時，

知識會透過持續的集體詮釋而演變。 

    另外，原住民知識的實踐，是需要有「空間」，在空間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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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裡，除了指出物理空間，也包含人和土地互動的關係空間，

以及法律和政策運作的無形空間，法律與政策需肯認原住民族

人得以使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土地互動的實踐權利。因此也在

政治性上，使提醒需反思既有政策與法律是否足以尊重不同族

群人與環境之多元性關係，並允許發展、實踐各自原住民知識。 

    最後官大偉教授結語時提及，作為一個連結學者、社區實

踐者與政府官員的網絡，擁抱多元價值從不是隨意或孤立的行

動，無論是在學術、社會或政策脈絡中，這都需要長期且集體

的努力，也因此每一步進展，都是靠彼此串連與合作而來。 

二、 國際交流共識 

   此次會議也聚集不同學科專業的研究者，整合各講者發表內

容之大意，梳理會議中具高度共識的三大要點—跨學科合作之

必要、在地原住民視角的意義、優化研究倫理指標。 

(一) 跨學科合作之必要 

    自然災害應變與原民知識體系整合的龐大議題中，資料蒐

集、開發工具和制定策略等一連串過程顯見跨學科合作之重。

會議中，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們除了分享其研究成果和介紹其

專業領域之長處外，皆不約而同地在以各自研究背景為題的發

表中提及單一學科的侷限性。 

    考古學者Miriam Stark表示該專業在合作中作為輔助角色，

尤以針對早期現代時期（16~18 世紀）的挖掘能提供更多在地

視角的史料，她認為過去對於東南亞各方面的研究往往缺乏其

內部社群的自我見解，而如今在區域內若尋求突破性的研究，

考古學致力於考究本地觀點的方向便是能提供的協作貢獻。 

    環境生態學者 Paul Barber對太平洋上珊瑚大三角區域遭受

生態威脅所提出之應對方法，也強調在生態研究之外，原民傳

統智慧與土地管理知識等面向必須一同參與討論。目前該區域

的海洋生態威脅，不只是因暖化和沿海汙染，陸上加劇沖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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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海中的泥沙沉積物也導致珊瑚礁上與之共生的藻類無法順

利地行光合作用，便是 Paul Barber 之所以呼籲將原民土地資源

運用的智慧和研究土地政策的專業融入此議題相關討論的原因。 

    Kathleen Johnson 則在專題演講的場次，談到氣候研究正面

臨的困難在於，氣候預測的變數和未知性太高，在她的古氣候

學專業以外，仍需仰賴考古學、歷史學、與當地文化研究等角

度所提供的參數，以設計更準確的氣候預測模型。根據專題演

講，全球受洪水災害的人口在增加，其中又以東南亞區域為主，

因此 Kathleen Johnson 認為，在區域內從事氣候變化脆弱性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研究，勢必得兼顧跨學科合作以

及對區域當地研究人員的培育養成。 

(二) 在地原住民視角的意義 

    關於在地原住民視角的意義，幾位學者分享的案例也讓我

們得以順著文化脈絡看見原居族群文化中的初民科學和韌性。

學者 Ma. Riza Lopez 所分享的案例是民答那峨島上阿古桑沼澤

保育區的 Manobo 人社區，此地區被指定為東協遺產公園，當

地住民強烈的地方感促使他們留在當地生活且發展出高度的社

會生態韌性。Manobo 人社區的建築型式因應了定期遭遇水面上

漲的沼澤環境，在洪水季之前，他們透過耕作儲備糧食，洪水

到來之後，形成的湖泊就是他們的漁場，因此洪水對他們來說

反而是一種餽贈。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Manobo 人建立的認同

與「水」密切相關，沼澤環境、洪水上漲是他們與土地的情感

連結，也是住民們懂得運用的生活資源。這些生活在生態保育

區的居民組成志願性的巡守隊，根據講者在地幾年的調查數據，

顯示在區域內的非法活動隨之減少。本案例顯示了生態保育工

作與居民生活取得共好、平衡的可能性，也說明「地方感」不

僅是居民對土地的情感依賴，更能作為社區永續發展的驅力。 

    另外兩個案例分別來自巴丹群島的原住民伊萬特人，以及

塔巴望島(位於婆羅洲東側海灣)的巴瑤族。颱風是巴丹群島最

大且定期遭遇的災害，常造成自然資源與作物大量被破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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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環境下，伊萬特人發展出應對飢荒期的飲食文化，他們

會將豬肉和豬皮曬乾儲備，在糧食短缺時，將曬乾的肉類、膠

質與芋頭葉、蕨類、熱帶蕉等搗碎混合，再燉煮成主食。學者

Francisco Datar 觀察到，雖然如今當地的主食也已從根莖作物轉

變成米飯、麵條，但傳統仰賴的主食資源，例如芋頭，以及因

應颱風而發展出飢荒期的菜餚，仍在當地人的飲食文化中保有

重要地位，常在節慶和宴會上成為特色的菜餚。伊萬特人傳統

上的糧食韌性與對食材的高度利用率仍然在現代化的當地飲食

中具意義和影響力，是一個文化脈絡中展現災害韌性並且在現

代化過程中保留、轉演成特色的案例。 

    學者 Almudi Luckman 分享巴瑤族的案例，展現出在現代科

學的知識體系之外，我們未知卻值得延續與學習的初民智慧。

巴瑤族的海洋實踐以觀星航海和造船為主，不需指南針或任何

現代科技裝置，他們能依靠觀星在海上判斷方位，透過辨別星

座判斷出海捕魚的時機和適合航行的季節，星象也是他們預知

季節性天氣變化的信號。不過，巴瑤人的案例相較於 Manobo 人

和伊萬特人，更讓在當地從事田野的學者擔憂，因為這些傳統

知識體系在長者老去及現代化浪潮之下正面臨消亡的危機。 

(三) 優化研究倫理的指標 

    優化研究倫理的指標，以學者 Kathleen Johnson 的發表最

能具體地將其概念化。Kathleen Johnson 也擁有地球科學領域的

學術身分，她從地球科學研究對原住民社區的剝削切入，強調

研究倫理的精神，展示了供 STEM 研究參考的研究倫理模型。

該模型是由 Dominique David-Chavez 教授設計、提倡，其核心

價值強調研究團隊與當地社區的互惠性、謙遜的研究精神、對

當地社群的尊重、正直的研究手法。講者和她分享的模型研究

精神期待透過實踐研究倫理，達到總體利益，總體利益尤其包

括當地社群的研究貢獻被認可、當地社群對研究資料和數據的

主權受尊重、當地的自決權被支持、以及持續性的研究與互惠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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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後交流情形 

 此次由林業保育署及南庄賽夏蓬萊部落共同進行專題演講，

引起會場中的與會者高度關注，在隨後的問答環節及會後時間亦

提出許多問題、心得與回應，亦有多方表達未來希望赴臺進行實

地交流與田野考察的強烈意願。過往臺灣對於自然資源共管議題，

一向是從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等大國的經驗來取經。此

次在 SEACARE 國際會議中的發表顯示，臺灣自身的實踐模式

也具備被國際關注與借鏡的潛力。從討論現場的互動來看，南庄

部落的共管案例受到與會者特別重視，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幾

個面向： 

一、 政府的推動態度與合作模式是成敗關鍵 

    國際中大部分的原住民經驗，政府都是站在原住民的對立

面或是抗爭的對象，但在臺灣南庄共管的案例中，林業保育署

在尊重部落及建立信任關係的前提下積極促成提升部落經濟的

方案，例如：南庄橙產品的研發和應用、養蜂的方法及蜂蜜的

萃取及銷售、合作社參與人工林植林伐林的機制、生質能源的

研發等，這都需要政府對於經費、技術引入的支持，對於臺灣

政府主動投入，並透過法規與政策調適建立可行制度，與會者

多表示讚賞與認同，並提出進一步合作交流之意願。 

二、 部落以正式組織推動合作具其可行性 

    以南庄蓬萊部落的經驗，顯示合作社可作為政府及部落內

部溝通的橋樑，一方面與政府相關政策制度銜接，一方面保有

部落的主體性。此外，部落領導者在組織與動員部落族人的同

時，如何建立公共性及公平合理制度也是關鍵之一，方能建立

部落長期穩定性，並有助於建立部落與政府之互信關係。多數

與會者於交流時多提出相關疑問，並期待未來能有機會可實際

踏訪部落，深入學習與探討的可行的方式。 

三、 學界投入知識與方法學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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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EACARE 的網絡中，有學者及 NGO 的工作者，也有

對於社會實踐和政府決策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士。在南庄共管機

制案例的發表後，與會者也思考如何將這樣的經驗應用在各自

國家中，但各國的脈絡也都有不同之處，包含政策、族群關係、

地理條件、資源狀態等皆有差異，如何將共管核心的精神應用

在各自國家，其實需要轉換。在轉換中，學界如何協助進行比

較研究，以及根據在地脈絡形成共管的方法，就是一個重要的

關鍵，也是與會者期許在未來的學術網絡中，能持續進行探討

的議題。 

伍、 會場交流紀實 

 
圖 1 SEACARE 官方大合照 

 
圖 2 SEACARE 主辦單位於會議結束前感謝各機關單位的參與，包含林業保育署與苗栗縣

賽夏族原住民林業暨勞動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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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SEACARE 主辦單位致贈感謝狀予林華慶署長、根誌

優理事長及官大偉教授 

 
圖 4 林業保育署、苗栗縣賽夏族原住民林業暨勞動合作

社及政大團隊於會場合影 

 
圖 5 林華慶署長分享與賽夏族共管森林資源合作的經驗 

 
圖 6 林華慶署長分享臺灣具高度生物多樣性，管理的森

林共有九成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圖 7 南庄賽夏族林業合作社主席根誌優長老分享部落與

政府機關合作的經驗 

 
圖 8 政大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回應與會學者提問 

 
圖 9 來自世界各地與會學者參與研討會，臺下專心聆聽 

 
圖 10 臺灣代表團攜帶里山賽夏段木菇、森林蜜、山精

油、繪本等林下經濟產品與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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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林華慶署長向國際學者介紹原住民生態繪本讀物《苔

蘚兄妹》 

 
圖 12 根誌優理事長和官大偉教授向與會學者分享林下

經濟產品。 

 
圖 13 與 Pangasinan Polytechnic College 校長 Dr. 

Raymundo Rovillos 合照 

 
圖 14 與 Partido State University 校長 Dr. Arnel B. 

Zarcedo 合照。 

 
圖 15 會後聚集來自 partido state university 的與會學者，

與臺灣代表團一同交流 

 
圖 16 官大偉教授進行 Natural-based solution 演講 

 
圖 17 臺下與會學者專心聆聽畫面 

 
圖 18 Longacre’s Legacy: Ethnoarchaeology and Studies 

on Philippine Earthenware 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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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Longacre’s Legacy: Ethnoarchaeology and Studies on Philippine Earthenware」展覽及現場陶瓷製作 

   

    
圖 20 臺灣團員於會場外交流情形 

 

陸、 心得與建議 

一、 會議觀察心得 

    透過此次實際參與 SEACARE 會議，可觀察到此網絡係由

幾位核心成員長期主導帶動，特別以 UCLA 為主要樞紐，串聯

菲律賓的學術社群，並與政大臺菲科研中心 CTPILS 建立了穩

固的合作關係，構成一個持續運作且穩定發展的跨國學術網絡，

以菲律賓為核心，向外擴展至柬埔寨、越南、泰國、印尼、緬

甸、臺灣等國，形成涵蓋多國的區域研究網絡。研究主題橫跨

考古學、地理學、地球科學與生態學，聚焦於人類與生態系統

長期互動的歷史經驗，並以此思考因應氣候變遷的可能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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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網絡初期即積極參與其中，成為臺美菲網絡中的元老級

夥伴，展現出臺灣在東南亞跨國學術合作中的重要角色與貢獻。 

    臺灣代表團實際與會分享「臺灣原住民傳統領域與資源共

同治理之探討」專題，深刻感受到臺灣在原住民族與政府之間

共管機制的實踐成果，正逐步引起國際社群的高度關注。特別

是在會後的問答與交流時間，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對於南

庄賽夏部落與林業保育署攜手推動共管制度的經驗表達出濃厚

興趣。以往國際上討論自然資源共治議題時，常以美、澳、紐、

加等國的案例為主，但這次的演講讓與會者意識到臺灣的實踐

模式也具有高度參考價值，甚至提出實地訪查的意願。此次演

講不僅展示了臺灣在共管實務上的成就，更在國際交流層面引

起了具體回響，顯示出臺灣在原住民族與自然資源治理議題上

的潛力與影響力正逐步擴展至全球視野，並作為日後推動跨域

合作的重要基礎。 

二、 後續推動建議： 

(一) 深化與國際學術網絡的夥伴關係，強化對外連結 

    SEACARE 的學術網絡已有其穩定基礎，我國政治大學的

CTPILS 長期與該網絡交流合作，建議臺灣相關政府部門（如原

民會、林業保育署等）可評估與相關組織共同設計長期交流機

制，整合研究、政策與實務，透過聯合研究、跨國工作坊與人

才交流等方式，強化臺灣在國際原住民與環境議題中的重要性

與貢獻度。 

(二) 積極將臺灣自然資源共管實務經驗與國際分享 

    我國近年推動自然資源共管與永續利用，其推動模式緊密

扣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推動目標，並已逐步累積資源共管

之實務經驗，建議可積極透過各式機會與國際交流分享，以臺

灣經驗作為國際推動自然資源管理與原住民發展議題之參考解

方。惟若僅靠會議分享，資訊擴散度與效益較為有限，建議可

評估將相關經驗與案例彙整公開，如：製作多語版教材、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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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數位資料庫等，以利透過各式外交手段進行推廣，並促

進更深度的國際交流，將臺灣經驗轉化為具示範意義的治理模

式。 

(三) 以既有學術網絡為支持，推動自然保育的「新南向政策」 

    臺灣原住民與南島語系民族的文化脈絡及傳統智識具高度

關聯，且我國自然資源的環境條件也與菲律賓、印尼、越南等

國較為相近，建議可以 SEACARE 與 CTPILS 串聯之學術網絡

為基礎，透過雙邊或多邊合作機制，針對森林治理、傳統知識

保存、氣候變遷調適、文化經濟等議題展開交流，推動自然資

源保育的新南向政策，強化臺灣在南向國家的「專業分享者」

角色，並促進區域性政策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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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 

附件一、研討會日程及講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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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專題演講簡報 

一、 專題演講：「臺灣原住民傳統領域與資源共同治理之探討 

(Conversation on Co-Stewardship of Indigenous Landscape and 

Resources in Taiwan)」—林華慶署長、根誌優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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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題演講：「對話原住民知識與現代科學—台灣 ISSTP 計畫的

跨文化合作經驗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Climate 

Adaptation: Bridging Cultural Wisdom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官大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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